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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高校校园安全事件频发，在国内引起较大的反

响[1]。在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2]的背景下，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于2021年提出要深入践行总体国家安

全观，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坚决防止高校发生重大安全事件，

全力维护高校的安全稳定。可见，高校“平安校园”的建设是

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

意见》，以及国家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建设安全校园开展活动

的意见》的重要要求。为进一步落实地方高职院校“平安校

园”的建设，论文以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ZJJD学院） 为

例，通过问卷星对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切实了解大学生

在校的隐藏风险，提出高职学生安全风险的规避策略，以避免

未知的安全风险并降低风险带来的损失和伤害。

1 地方高职的校园安全现状

本研究针对ZJJD学院学生现状设计高职学生校园安全风

险调查问卷。本次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588份。其中，男生

552人占93.88%，女生36人占6.12%；2018级至2021级学生分

别占 3.06% （18 人）、41.84% （246 人）、50.17% （295 人）、

4.93% （29人）；家庭月收入5000元以上学生占32.31% （190

人），2000~5000元学生占45.07%（265人），500~2000元学生

占18.37% （108人），500元以下学生占4.25% （23人）；每月

开支1500元以上学生占19.90%（117人），1000~1500元学生占

48.64% （286人），300~1000元学生占 27.55% （162人），300

元以下学生占3.91%（23人）；在校遇到安全事件次数0次学生

占71.94%（423人），1~2次学生占24.32%（143人），3~5次学

生占2.21%（13人），6~8次学生占0.51%（3人），8次以上学

生占1.02%（6人）。

本次调查主要从学生对校园安全的总体看法、在校园曾遇

到的财产侵害问题、在校园遇到的生命安全问题、对学校关于

校园安全的相关规章制度看法、校园主要安全威胁的原因、解

决校园安全问题的可行性措施和对策六个方面对地方高职学生

校园安全风险认知现状进行调查。调查发现校园安全风险类型

多，学生曾经历多类安全威胁，学生的安全风险认知与客观现

实不符，学生的校园安全风险防范知识匮乏等问题。

1.1 学生感受到的校园安全现状

学生对目前的校园安全现状较为满意，88.8%的学生认为

学校整体情况比较安全，仅 9人认为学校欠安全或不安全，

91%的学生认为学校对学生安全重视，可见ZJJD学院做了大

量的学生安全稳定工作。

1.2 学生曾经历多类安全威胁

对学生曾经历的财产侵害行为进行调查，16%的学生曾遭

遇过财产侵害事件，其中钱包被盗人数有28人，寝室被盗人

数有19人，自行车被盗人数有13人，手机被盗人数有11人，

另外有64人曾遇过其他被盗事件。近年来，校园诈骗事件频

发，36.7%的学生曾因买到假货被骗，27.2%的学生曾遇到电

信诈骗。

对学生曾遇到的交通安全问题进行调查，发现因交通事故

而受到伤害的学生高达10.54%，曾有4名学生因校园交通安全

事件而受重伤，5名学生经历了一般骨折，6名学生受到严重

擦伤，这对学生的校园安全稳定造成了巨大影响。

除了外在因素所引起的校园威胁，大学校园里因心理障碍

等异常心理所造成的伤害行为层出不穷。经常和比较多遇到或

听过性骚扰事件的比例分别占2.4%和1.5%。针对性骚扰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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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学生会及时求助，有7.8%的学生会选择隐瞒，所以

学校接到的性骚扰案件报案率与发案率有所偏差，这是具有较

大危害的校园安全风险之一。另外，高校学生自杀事件频发，

对学生可能的自杀行为原因进行调查，发现“出现心理障碍，

又没有亲近的人与其谈心，帮其排解”的人数最多，高达

60.2%；“心理脆弱，承受不了家庭、情感等变故的打击”的学

生比例占52.72%；“感到就业困难，没有前途”，“觉得生活索

然无味和学习压力太大，心理承受不了”的学生数量分别排第

三、第四，分别占比46.6%和46.43%。

1.3 校园安全风险认知与客观现实不符

对校园安全风险有正确的认知才能对其进行正确的防范。

通过调查发现，学生的校园安全风险认知与客观现实存在矛

盾。例如，学生曾遇到的校园安全威胁排在前三位的依次为消

防安全事件（204人），盗窃、诈骗等侵犯财产事件（154人），

交通安全事件（91人）；学生最担心的校园安全威胁排在前三

位的依次为消防安全事件（328人），盗窃、诈骗等侵犯财产事

件（325人），故意伤害、抢劫等侵犯人身权力事件（269人），

可见消防安全事件和盗窃、诈骗等侵犯财产事件得到了学生的

高度重视，但是学生对交通安全事件的防范意识还有待提高。

1.4 学生校园安全风险防范知识匮乏

校园安全的控制应以防为主，调查发现学生的风险防范知

识匮乏。例如，消防安全是学生曾遇到最多也是最担心遇到的

校园安全威胁，但对学生的基本消防安全知识掌握情况进行调

查，发现知道消防知识的学生不到调查人数的一半，仍有一百

多位学生表现为一般知道、很少知道和一点都不知道。

2 地方高职校园安全风险产生的原因分析

2.1 校园安全立法缺失

目前，校园安全事件以依校纪校规处理为主，但此方法轻

重差别人为影响大，公平公正难以评判[3]。学生对“学校对学

生违法犯纪的行为处罚严厉程度”看法基本一致，认为比较严

厉和非常严厉的占74.32%，但对“学校因个人利益而没有对

违规甚至违法的学生给予纪律处分”这种情况的看法分歧较

大，认为正常和较正常的占30.62%，认为较不正常和不正常

的占50%。由此可知，校园安全立法滞后，学校对违法犯纪的

学生管理制度不全，使得校园内隐藏着各类安全隐患。

2.2 不良的社会治安形势波及校园

学校周边的治安形势较为复杂。主要表现为：（1）校园周

边的小吃街人员混杂，成为了诈骗、盗窃案件的高发地；（2）

学校周边存在违规经营的网吧、酒吧，影响学生身心健康；

（3）校园生活区与教学区坐落在马路两侧，相距10分钟路程，

常有交通安全事故发生。对造成校园安全威胁的主要原因进行

调查，显示43.03%的学生认为校园周边环境不佳，社会不良

风气影响为主要原因之一，说明学校周边的安全防治措施未能

真正落实。

2.3 校园安全文化薄弱

校园安全文化对师生的校园安全健康意识、观念和能力起

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在对学校是否开设法制教育进行调

查时发现，选择“有些时候”、“偶尔一次”、“几乎没有”的学

生占将近40%，表明学校对校园安全文化建设方面不够重视，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校园安全文化宣传教育数量少、

形式单一；二是校园文化建设流于形式，学生参与度低。

2.4 学校管理制度不全，保卫部门力量薄弱

从管理制度上来看，高校采用行政管理体制，但经常发生

领导人的职责权限不清、职能重复的现象。问卷显示有9.01%

的学生认为学校对校园安全重视程度为“一般重视”、“不够重

视”和“一点都不重视”。其次，高校中多存在强调学术科研、

忽视法制道德，强调发展、忽略稳定，强调建设、忽略治理的

现象[4]，从而导致在校园安全方面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另外，

目前高校的保卫部门力量薄弱，保卫人员数量严重不足，保卫

部门职权分离严重，既无法律地位也没有执法权力，只能执行

校内的规章制度，与地方公安部门的联系和配合存在漏洞，使

得其安全保卫工作陷入被动，没有打击违法犯罪的职能，故而

无法进行社会化的管理。

2.5 多园区、开放式教学，增加风险因素

学校教学区与学生宿舍、后勤食堂分布于马路两侧，同学

们每天须横穿马路六次，日通行量约达5万人次，且通行时间

集中，车辆多，速度快，路面情况复杂，交通隐患极大。ZJJD

学院有两个教学园区，学生需搭乘校车或公共交通往返，增加

了交通安全隐患。另外，高教园区各类学生同住一个生活区，

社会人员复杂，加剧了大学的社会化。对校园盗窃案频发的主

要原因进行调查，其中认为公寓等区域管理力量薄弱，管理不

到位的占41.33%，排在第三位。

2.6 学生安全意识和法制意识淡薄

调查显示，72.45%的学生认为目前校园安全问题突出的

主要原因是学生安全防范意识薄弱。由于家庭对学生过分保

护，且学校对学生法制教育少，导致学生的法制意识淡薄。对

发生盗窃的原因进行调查，70.07%的学生认为“法律观念淡

薄，认为盗窃是道德问题，算不上违法”是主要原因；56.63%

的学生认为“明知是违法犯罪，但要面子，在同学面前相互攀

比”是主要原因，以上皆表现了学生安全意识和法制意识淡

薄。

3 地方高职校园安全风险的规避策略

3.1 加强校园安全立法

新形势要求学校依法治教、依法治校、依法开展学校的安

全保卫工作。根据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44.22%的学生对于

制定《高校校园安全法》的观点持认可态度。有了法律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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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避免学校保卫机构职权分离的现象发生，促进警校共建，为

校园安全保驾护航。

3.2 注重机制体系建设

一是落实责任，构建规范化的组织领导体系。例如，组建

“平安校园”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党委书记、校长作为双组长，

负责学校“平安校园”建设及校园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各部

门、二级学院主要负责人为成员并加强顶层规划设计。二是强

化管理，构建制度化的校园防控体系。包括加强治安管理、加

强消防安全管理、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加强公共卫生监管、加

强教学科研活动安全管理、加强学生公寓安全管理、加强师生

安全宣传教育、加强师生心理健康教育、加强学生活动安全管

理、加强校园意识形态领域管理等10个方面。三是夯实基础，

推进常态化的预警机制建设。例如定期开展大学生思想动态研

判[5]；开展校园安全隐患的排查工作；健全安全信息报送制度。

四是建设队伍，构建“三防”综合保障体系。例如配齐配强安

全保卫力量；加强学生工作队伍建设；建立校级检查队伍。五

是完善应急处置工作预案，加强师生遇险自救教育和应急演

练。制订各类突发事件处置应急预案，对处置程序、措施落

实、后勤保障、善后工作等作出具体的规定，形成较为完善的

安全工作预案体系 [6]。

3.3 优化校园安全文化宣传

首先，学校要不断强化“阵地意识”，建立健全网络信息

管理、网络舆情引导，守好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阵地、舆论阵

地和教学阵地。其次，大力开展宣传工作，采取“融媒体”方

式，全覆盖深入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引导工作。通过校园网、微

信、抖音等平台，推送安全生产、消防知识等政策和知识，引

导广大师生明确自身在安全隐患排查中的责任与义务。另外，

还需将安全教育融入思政课程，推广课前5分钟任课教师讲安

全模式，每两周开展不同主题的安全教育讲座，充分利用全媒

体技术，着力打造全媒体传播矩阵，坚决做好正能量舆论引

导。

3.4 重视“五困”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五困”学生是指在心理健康、学业、家庭经济、身体健

康、就业等五方面存在困难的学生，这类学生最容易因情绪波

动或心理障碍而发生异常行为。学校要积极建构寝室—班级—

学院—学校四位一体、多项联动的心理健康教育网络。迎合学

生需求开辟：心理咨询室、心理热线在线聊天、微信公众号互

动、网络电台等多种咨询渠道。每年定期举行大学生心理健康

普测，对量表筛查出疑似有心理问题学生进行心理状况评估并

建档。配齐配全心理健康教育专职人员，成立心理名师工作

室。

3.5 构建学生安全素质发展培育体系

引入学生安全素质发展理念，构建学生安全素质发展培育

体系，并将其纳入学生综合素质发展五大体系之一。学生安全

素质发展培育体系的动态指标连接学生的学习全程，涵盖讲

座、考试、前置安全微课、宣传、违法违纪等，全程量化并结

合大数据分析，最终形成学生全学程、全数据、全景化的安全

素质画像，从而不断提升平安校园建设的长效性。

3.6 增强科技防控能力

首先，积极发挥信息化手段优势，结合企业微信平台与随

手拍，开展隐患排查机制。其次，加强技防和“智安校园”建

设。按要求开展智慧安防校园建设[7]，不断提高安全生产工作

建设的信息化水平。逐步实现现场视频监控与报警系统、门禁

系统、校园一卡通系统、人脸识别、智慧消防、AR安全考评

中心、智慧车辆管理、无人机巡航等的联动，突出大数据、云

计算、全景展示，建成综合值班、师生求助、消防报警、视频

监控、远程会议、应急指挥“六位一体”综合管理服务平

台[8]，不断增强科技防控能力，真正实现大数据赋能校园安

防。

4 结语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地方高职的校园安全现状，并对其

安全风险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提出了加强校园安全立法、注

重机制体系建设、优化校园安全文化宣传、重视“五困”学生

的心理健康教育、构建学生安全素质发展培育体系、增强科技

防控能力等校园安全风险规避策略。该结论对其他高职院校的

适用性值得进一步实践,同时校园安全风险规避的实践性研究

也将是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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